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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脱贫攻坚答卷·易地扶贫搬迁

搬出穷窝窝
迈向幸福小康

脱贫故事

搬迁就是为了脱贫。
但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部分

贫困群众会有“穷窝难弃、旧业难丢”
的心理，都会经过一番矛盾的思想斗
争。结果显示，在新环境、新政策的
助推下，只要有自力更生、自主脱贫、
勤劳奋进的冲劲，就能换来幸福新生
活。

青川县沙州镇青坪村村民王正
全就是其中之一。

搬迁前，王正全居住的地方基础
薄弱、道路不通，出行极不便，房屋为
土木结构，非常破旧，一家人守着十
几亩耕地，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尽
管自己非常勤劳，家庭经济却依旧困
难。2014年，按照“五步两公示”程
序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青坪村实施易地扶贫
搬迁，高标准规划了集中安置点。

虽然感到激动期盼，但王正全和
当时大多数搬迁户一样，由于对搬迁
后就业生活等因素的不确定，使他左
右为难，既对未来感到期盼憧憬又不
敢接受现实，怕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
土地，没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通过镇村干部反复宣传政策和
青坪村的长远规划，最终，打消了王
正全的顾虑，并于 2018年 10月通过
易地扶贫搬迁到青坪村集中安置点，
住上了安全的新房子。

搬迁后，王正全将自家 12亩耕
地以土地入股方式入股到青坪村绿
茶种植合作社，由合作社管理经营，
而王正全夫妇便到“白叶一号”基地
务工，管护白茶，在管护过程中，王正
全积极向技术指导人员学习，很快掌
握了白茶管护技术，并开始指导其他
务工人员。如今，王成全已成为白茶
管护的技术指导员之一。

“我在茶园里管护务工，每年收
入能有 15000元左右，家属也有近万
元收入，增收渠道有了，我心里也就
踏实了，这都是易地扶贫搬迁带来
的。”王正全说。

勇敢迈出幸福步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欧阳亚丽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解决“一方水土
养不起一方人”问题的关键之举，其中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致富是目
标”。

集中安置以后，搬迁群众原有的生
产生活方式和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改
变，如何聚力后续发展，积极探索做好
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就显得
至关重要。

“我们制定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脱
贫发展指导意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发展促进机制》，抓好发展产业、稳定就
业、基础配套、社区治理等后续帮扶工
作。”魏红军说。

如今，搬迁户建成1亩以上脱贫增收
自强园 9500余个，实现稳定就业 4.7万
人。

同时，我市还推进了“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资产
收益扶贫新机制，探索了以工代赈巩固
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新路径，确保搬
迁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此外，贫困群众作为脱贫致富的主
体，脱贫攻坚的成效根本上取决于他们
自身的努力，所以，充分调动贫困群众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激发他
们参与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才能确保实
现搬迁致富的目标。

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
致富。我市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破解了
农村困难群众基本住房问题，让贫困群
众实现安居乐业，正大步迈向致富奔小
康的幸福新生活。

曾经，一首“山高摔死鸡，有马不能骑，滩大不养鱼，有病不能医，地无三尺平，十年九受灾”的民谣，准确地道出了朝天区大滩镇自然村
村民生活的艰辛与悲凉；

而今，自然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落成，一排排“小青瓦、人字梁、白粉墙”的小洋房整齐排列，阳光下，春风里，村民们脸上微笑洋
溢。

这只是我市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带来改变的一处缩影。广元大地上，一处处外形统一、环境整洁、设施设备齐全的安置点，正述说着
一个个小山村的蜕变。

“十三五”期间，我市高质量完成3.3万户10.9万人的搬迁任务，占全市脱贫总人口的31.3%。负责全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市人民政府
以工代赈办公室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广元市是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如何实现 3.3万户 10.9万人的搬迁任
务？

市以工代赈办上下反复思量，最终，
探索形成了“突出差异化搬迁规划好、着
力规范化建设住房好、推进多元化发展产
业好、培育文明化新风生活好”为主要内
容的易地扶贫搬迁“四化四好”模式。

按照“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
态化”要求，拓展安置区宜居、宜业、宜
养、宜游功能, 高标准推进安置区绿化、
美化、彩化、香化“四化行动”和垃圾、
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建成生态美丽
集中安置区515个；

一条红线管控标准，一套组合拳控制
成本，一个流程管控质量，一份协议推进
建新拆旧。严守住房人均不超过 25平方
米、户均自筹资金不超过 1万元的政策底
线，最大限度避免贫困户建房负债；

坚持“房随业走”，把安置区建在产
业链上，实现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一村
一园一业。有意愿、有能力的搬迁家庭至
少有1人就业或参与1项产业发展；

加强政策跟踪落实，强化安置区设施
配套，健全基层治理。全市安置区水、
电、路、网配套率达 100%，全市已成立
各种协会1300余个，实现服务搬迁群众全
覆盖，搬迁群众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提升。

走出大山沟，搬出穷窝窝，拔除贫困
根，换上新面貌……“四化四好”模式助
推我市贫困群众走进幸福新生活。同时，
该模式还被省委肯定推广。

住房问题解决后，还需在服务工作上
着力。

市以工代赈办党组书记、主任魏红军
介绍，我市以利民便民为宗旨，在条件成
熟的安置区建设“互联网+易地搬迁扶
贫”平台，整合资源解决难题，彻底打通
服务搬迁群众“最后一公里”。

益农信息社“助销”。安置点益农社
帮助 600余家搬迁户入驻电商平台，猕猴
桃、核桃、土鸡、山珍、道地中药材等农
产品通过网上交易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就业服务站“增智”。建成“互联网+
易地搬迁扶贫”就业服务站 60个，开展
种养殖业技术和务工技能培训 490多场次
5万余人次，帮助1.3万余人就近就业。

远程医疗点“便民”。已建成远程诊
疗点 10个，使搬迁户在家或村卫生室即
可与华西等 12家省、市、县区知名医院
的专家进行远程医疗查诊、咨询、预约挂
号。

幸美新村频道“扶志”。安置区开通
了幸福美丽新村频道，安置群众反映，幸
美新村频道拓展了他们获取政策、村务、
党建、科技知识的渠道，提升了党建引领
的正能量。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展过程中，出
现的农民就业难、农产品销售难等问题，
通过该平台进行网络销售、就业培训等，
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

据了解，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剑阁
县普安镇光荣村、朝天区蒲家乡罗圈岩村
等 60 个较大规模的安置点已全部建成

“互联网+易地搬迁扶贫”平台……

“四化四好”广元模式 “互联网+易地搬迁扶贫”平台 做好“后半篇文章”

大事记

2016年2月22日至25日

市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集
中审查县区易地扶贫搬迁“十三
五”规划及2016年度实施方案。

2016年6月1日

市政府组织县区、市级部门
开展《广元市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性指导意见》研讨会。

2016年9月5日

国家新华社记者来我市采
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2016年10月14日

旺苍县嘉川镇在国家扶贫
日易地扶贫搬迁平行论坛代表
四川作乡镇层面交流发言。

2017年6月19日至20日

全省易地扶贫搬迁推进暨
培训会在广元召开。

2017年9月15日至17日

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
召开，参观我市剑阁县光荣村、
朝天区罗圈岩村、旺苍县五红村
3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2017年9月20日至23日

CCTV-7 记者到剑阁县井
泉村、朝天区罗圈岩村拍摄易地
扶贫搬迁专题片。

2018年10月15日至19日

副市长杨浩到北京参加国家
扶贫日易地扶贫搬迁论坛并代表
四川作市级层面交流发言。

2018年11月5日至8日

国家发改委委托西安交通大
学易地扶贫搬迁研究基地专题调
研我市易地扶贫搬迁后扶工作。

2018年12月3日至4日

全省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在
旺苍县召开。

2019年7月31日至8月2日

国家扶贫办调研我市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

2019年10月14日

我市苍溪县代表四川省县级
层面在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论坛作
了主旨发言。

2020年9月27日

市以工代赈办被省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表彰为“全省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

2021年2月25日

市以工代赈办被中共中央、
国务院表彰为“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

制图：宋兰英 张懿玲

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市以工代赈办 供图

剑阁县木马镇井泉村新貌。
曾正强 摄

记者感言

从忧居到安居，从山沟到城镇，
从下田到上班……易地扶贫搬迁改
变了很多像王正全一样困难群众的
生产生活，他们挪穷窝、斩穷根，搬出
穷窝窝，圆了安居梦，正大步迈向幸
福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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